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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美丽乡村综合试点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

县政协第四调研组

根据县政协统一安排，第四调研组围绕“美丽乡村综合试点

建设”这一专题，突出美丽乡村试点建设、人居环境治理两个方

面，深入到店垭镇、歇马镇和县乡村振兴局等单位，进行调研式

调研，掌握了基本情况，听取了意见建议。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试点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

（一）试点乡村初具规模。全县按照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

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总要求，立足工作实际，以乡

村建设、乡村发展、乡村治理为主线，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目

标，以串点连线、片区化推进为抓手，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

板弱项，压茬推进美丽乡村综合试点建设。通过上下齐心协力、

共同推进，美丽乡村综合试点建设在各乡镇竞相开展，全县试点

村已初具规模，成功建成了城关及周边线，马桥示范线，两峪、

马良、歇马示范线。每个乡镇均建成了 3-5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，

全县综合试点村达 56 个，占全县行政村的 21.8%。

（二）乡村品位逐步提升。全县 11 个乡镇都编制了村庄布

局规划，明确了各村的村庄定位、产业发展方向及重大项目布局。

已建和在建的综合试点村在实施改造提升工程之前，又围绕村居

建设、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、文化传承、乡村治理等内容，突出

绿化、美化、亮化，分别编制了“多规合一”的村庄建设规划。

建成后的试点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基础设施基本齐全，大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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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有产业发展项目，有相应文化氛围，乡村建设的档次、品位逐

步提升。

（三）特色产业不断壮大。在精准扶贫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

上，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行动的大部分试点村又进一步明晰了产业

支撑项目加以建设，特色产业不断壮大。在店垭镇格栏坪村，茶

叶产业不断规模化，逐步发展成为竞争优势较强的产业。该村发

展茶园 4600 亩，人均 4 亩，2021 年人均茶叶纯收入 1.2 万元，

呈现出乡村美、产业旺、农民富的良性发展趋势。在歇马镇白竹

村，以景区旅游带动全村经济发展，全村发展农家乐 13 家，实

现了村庄变景区，农户增收益。

（四）人居环境明显改善。通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，

农村环境面貌不断得到改善。全县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85%以上；

建成集镇污水处理厂 15 个、乡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150 多处，

集镇和村集中居民点污水处理基本实现全覆盖。建成垃圾转运站

13 座，乡镇覆盖率达到 100%，配套收集转运车、垃圾分类收集

桶、垃圾分类亭，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县处理”的垃圾

收运体系基本形成。整合政策资金，加强了农村环境卫生管护队

伍建设，这些措施有力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。

二、试点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建设内容存在随意性。基层反映，有的美丽乡村综合

试点外在形象建设存在建了拆、拆了建的问题，工程质量难以保

证。主要原因是项目规划设计跟不上，建设过程中边打边相、多

头指挥，导致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，既浪费了建设资金、又增

加了基层工作负担，村民对此有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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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理念有待优化。农民生产生活有由来已久的传统

习惯，下地干活近、农具有处放、家禽家畜有地养，房前屋后有

菜园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乡村建设要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

特色风貌，不要一个样式盖到头，一种颜色刷到底”。基层反映

有的地方“留得住青山绿水，记得住乡愁”的建设理念没有很好

落实，没有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，在追求居民生活条件改善时

没有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做提升文章，存在大拆大建现象，

所建的试点推广价值有待实践检验。在调研中还发现，有的地方

同质化建设比较多，有“千房一面、千村一面”的发展趋势。还

有的地方没有坚持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结合，只注重了点上建

设的锦上添花，忽视了边远村组村民饮水、用电、行路等基础设

施方面的雪中送炭。

（三）管护机制有待完善。在调研中发现，随着村庄环境卫

生整治和美丽乡村综合试点建设的推进，一座座优美庭院、形式

各样“小三园”如雨后春笋，让农村变得更美更靓，让农民享受

到了环境改善的好处。但在一些早期建设的美丽乡村，存在重建

轻管、前建后荒的倾向，脏乱差、卫生死角时有反弹，有的乡村

公共服务设施出现破损。主要原因是垃圾处理收费机制落实不

够、管护措施有待加强、维护经费保障不足。还有的是因为社会

资本参与断档，导致一些旅游项目荒废。基层还反映建设项目资

金支出有违反“不预算不支出”制度现象，监管力度有待加强，

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存在管护安全风险。

（四）农民参与程度较低。在调研中发现，有的地方在美丽

庭院建设过程中，没有做到坚持政府投入与社会参与相结合，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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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建设资金基本靠政府和村集体投入，村民内生动力不足，村民

很少投入甚至没有投入，存在不同程度的“政府热、百姓冷”和

“政府干、农民看”现象。主要原因是有的地方没有建立利益联

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及广大农户自筹资金投入建设；有的地方建

设工程仓促上马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没有时间充分发动群众、引

导群众、依靠群众；有的地方为了迎接检查，工程项目赶工期，

就大包大揽开展村民的美丽庭院建设。

（五）文化内涵挖掘不够。在调研中发现，大部分综合试点

村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了提升形象与挖掘文化相结合，红色文化、

孝善文化、产业文化、地名文化有了初步挖掘。但少数地方乡贤

文化、地域文化、家风家训文化挖掘不够，地域文化存在编造现

象，乡贤文化展示不够，家训文化流于形式，挂在村民家门上的

家训有照抄照搬现象。在调研中还发现，少数地方文化包装太乱，

与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结合不够，编造的地方文化缺乏生命力。

（六）环境整治有待深化。在调研中发现，环境整治管护机

制有待健全和落实，有的地方农户环境卫生评比制度有流于形式

的倾向。有些已经开展过环境卫生整治的村，由于长效管护措施

落实不到位，一段时间后已经出现反弹。垃圾收集和源头治理有

待全覆盖，有的地方只注重了路边村、集镇村和美丽乡村综合试

点村的垃圾收集和源头治理，边远村组垃圾收集基础设施缺失，

垃圾被扔在山沟里，随风跑、随水流，甚至随山洪冲入河道。

三、几点建议

一是突出精准规划，确保不再反复拆建。试点村建设要规划

先行，统筹安排。规划要坚持人与环境和谐，贯穿生态理念，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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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文化内涵，反映地域特色，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基本农田

保护规划、城镇体系规划以及交通、水利等规划相衔接。试点村

外在形象建设要充分征求有关方面意见，充分论证后再动工建

设，防止建了又拆、拆了又建。还没有纳入试点建设的村，也要

有前瞻性约束机制，对村民建房进行规划指导，科学布局和设计，

为今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好基础。

二是突出量力而行，确保试点建设可持续发展。要结合实施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，坚持生态宜居和

“留得住青山绿水，记得住乡愁”的美丽乡村建设方向，注意立

足现有基础、现有实际，保留乡村特色风貌，避免同质化模仿建

设，坚持差异化发展，量力而行搞建设，不搞大拆大建，避免乡

镇（村）负债建设。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，在力求改善居民

生活条件的同时，尽可能立足原有村庄形态抓提升。既要办好试

点、也要连线连片建设，既要做好点上的锦上添花、也要抓实面

上的雪中送炭，推进边远村组行路、用电、饮水等基础设施提档

升级，让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。

三是突出建管并重，确保美丽乡村一直美下去。完善村民自

治措施引导村民爱护公共设施，积极投身到美丽庭院的建设和维

护中，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，引导农民养成保持自家房前屋后

干净整洁的良好习惯。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，村集体经济收入壮

大了，美丽乡村建设与管理才有可持续的力量之源。要持续加大

美丽乡村试点村的后续资金扶持，大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富

民产业，确保建管并重有资金支持、有产业支撑。要加强财政衔
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监管，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和使用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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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。

四是突出主体地位，确保政府投入与社会参与并重。对新一

轮的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要提前规划，充分论证，合理确定建设

工期，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发动群众、引导群众、动员和依靠群众

搞建设，防止试点村建设工程仓促上马、大包大揽建设村民美丽

庭院。要建立美丽庭院建设利益链接机制，激发村民对乡村建设

的积极性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积极主动建好美丽庭院。要用

好市场机制，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，吸纳社会资本参与，

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村环境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、

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，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人居

环境改善互促互进。

五是突出文化挖掘，确保记得住乡愁。“乡愁”对于乡村来

说是对乡土文脉和故土文化的记忆。乡愁可能是一棵长在村头的

古树，可能是一间旧时的祠堂，也可能是一首家乡的民歌。要加

强对遗址遗迹、原有宗族祠堂、田野文物的保护利用，注重抓掘

地名文化、乡贤文化、家风家训文化，传承乡村文脉，让村民在

精神上有归属感。要注重建立机制，吸引更多乡贤回到故土推动

乡村文化的传承，建设美丽乡村。

六是突出平衡推进，确保人居环境整体提升。在统筹推进农

村厕所革命、生活污水治理、全面改善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，当

前重点要做到全县农户垃圾桶全覆盖、村收集全覆盖，做到农户

不乱扔垃圾、村里垃圾能够全部收集转运。要进一步落实生态环

境保护、农户环境卫生评比、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付费和“户

分类、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县处理”工作机制，实现农村人居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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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常态化，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，确保人居环境整

体水平进一步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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